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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国，是农耕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

其民俗文化呈多元性即多民族融合。多元性即皇家文化、精英

文化、宗教文化、民间文化等的结合。我国的民俗文化作为各地

区人民创造、传承、享受的生活文化，在我国民族文化中具有根

脉性。挖掘、整理民俗文化对于保护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守

护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特殊意义。

人类社会的婚丧礼俗是和生产力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分不

开的，从诞生到死亡的各种仪式礼俗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演变，

反映了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

人类的文明史是从刀耕火种的时代开始的，从采集狩猎到

豢养种植，人类征服大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原始社会生产力

十分低下，农耕文明依靠的是人力，人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因

此，原始人类十分重视人的繁衍生息，人的诞生是一件大事，由

此形成最早的诞生礼仪。

婚姻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人类告别了与动物一样的群

婚时代，进入了子孙繁衍的正常轨道，两性结合是人类繁衍后代

的开始，是人的再生产的关键一环，因此，古人十分重视人类的

婚姻，形成了婚姻的礼俗。

人生天地间，如白驹过隙，从出生到死亡，转瞬即逝，因此对

芸芸众生来说，生与死都是大事。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既重生

亦重死。而古人也有“视死如生”习俗，随着丧葬礼仪的隆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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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鬼魂观念和鬼魂崇拜的种种活动就深深地嵌入到葬礼仪

式中，丧葬礼仪是人生中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死亡对于

古人来说是一件十分恐惧的事情，古人害怕死亡，不相信人的死

亡，视死如生，希望人死后还能像生前一样生活，因而有了对死

亡仪式的重视。死后还要建造墓穴、随葬陪葬品，就是希望人死

后依然像生时那样。

我国的婚丧礼俗是和农耕文明分不开的，由此形成的各种

礼仪带有更多的象征意义，是人类美好愿望的一种表达方式，是

为了更好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

由农业社会逐渐进入工业社会，农耕文明被现代工业文明所代

替。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科学技术的发达，人类的思想意识

也有了巨大的变化，对世界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但是从诞生到

死亡的各种仪式礼俗却延续了下来，对生死的重视依然没有变

化，这种婚丧礼俗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大量的西方婚礼的仪式和习俗融进了传统婚礼中，如

穿婚纱、摄像、浩浩荡荡的车队、彩花等，这充分体现了“民俗文

化是半生物”这一民俗学中的学术思想。

四时节气和日常起居中也包含了大量民俗传统和礼仪，如

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和重阳节是经过千百年来经济、政

治、文化演变而来，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重要的节日，大家共同

庆祝的同时，也会在其中学到大量的传统礼仪；日常起居中，如

建房、祝寿等活动中也充满了礼仪，这些礼仪贯穿了中华民族传

统的伦理思想，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其中有很多优良的习俗

值得我们去保留和学习。

诚然，传统习俗中不可避免含有封建迷信的痕迹，经过科学

的普及和人们文化的提高，这些东西已逐步消除和隐退，或者赋

予它一种新的含义，即对新生活的祈盼和祝福，追求祥瑞和平安

的美好愿望。

愿传统民俗在传承中华文化，保留民族根脉构建和谐生活

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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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生 养 礼 仪

时代进入到２１世纪，但中国人，尤其是农村人还秉承着传统

的观念，那就是百事孝为先，而孝的表现就是：“不孝有三，无后

为大。”因此，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就成为头等大事。

第一节　坐　月　子

女子怀孕俗称“有喜了”。媳妇“有喜了”，丈夫及公婆会对

其加倍呵护，如增加营养、减少体力劳动等，并按时到医院检查，

监护胎儿生长发育情况。十月怀胎期满，无论城乡，一般都到医

院分娩。县乡医院都设有产科，医疗卫生条件相对要好，母婴的

安全系数也就大大增加。所以即使偏远山村，请接生婆在家里

分娩的妇女也很少了。

生完孩子的妇女因为身体虚弱，要在家里休养一个月，俗称

“坐月子”。产妇坐月子需在自己家或公公婆婆家，不能住娘家

或别的亲友家，甚至不能租住别家的房子。旧俗认为刚生了孩

子的妇女血气未复，是“血腥鬼儿”，到别人家会污了人家的宅

地，给人家带来晦气。虽然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已不相信这些，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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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民俗习惯和禁忌还在承续并遵守着。

产妇坐月子期间，其娘家人及亲戚、朋友、邻里、同事常拿些

吃的东西去瞧看产妇，以示祝贺和慰问。旧时常是一些鸡蛋、白

面、小米和红糖，故称作“送米面”或“送祝米”。现在送米面已不

再拿米、面、糖，多为鸡蛋、牛奶、奶粉、鸡、鱼等补养食品，有的干脆

送钱。送米面的日期为新生儿出生第三天、五天，或八天及以后的

时间，忌四天、六天和七天送。旧时妇女在家分娩，医疗及卫生条

件都差，母婴常有感染破伤风的，婴儿四天或六天发病的叫“四六

风”，七天发病的叫“七六风”，产妇得病叫产后风，死亡率很高。

四天、六天和七天生人不进产妇房，以免给母婴带去“风”。如新生

儿家准备“做九”，“送米面”之礼就放在做九之期了。

在南方有些地方，婴儿出生后，睡觉时要仰面枕在装有大米

的小枕头上，这样能使后颅骨扁平美观，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

这种习俗叫“睡扁头”。婴儿出生满１０天，朋友、亲戚都来贺喜。

他们刚坐下，主人就热情地端上甜酒蛋待客，碗里的蛋是无言的

预示，让人一看便知生男还是生女。中国古代以奇数为阳，偶数

为阴，所以如生男孩碗里卧有三个蛋，若生女孩则是两个蛋。这

并非是重男轻女的含意，而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待客习俗。如今

实行计划生育，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生男生女都一样。随着破旧俗立新风，生女孩也改为以

三个蛋待客了。

第二节　做　九　天

做九，这是婴儿来到世间的第一个盛大节日。母婴平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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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第九天，等于是顺利闯过第一关，实在可喜可贺，于是摆宴做

九，亲朋庆贺。郑州城乡一直盛行此俗。做九不一定非要放在

第九天，也可以是１０天或１２天，以便选择一吉利日子。

定了日子，亲戚朋友都要备礼前往祝贺，礼品有给产妇的

米、面、蛋、糖之类，有给婴儿的衣、帽、被、毯之类。婴儿姥姥家

是主客，人多礼也多，除以上各种礼品外，必有两只大活鸡，男孩

儿是两只公鸡，女孩儿为一公一母，“鸡子”即“吉子”，取吉祥之

意，谓之“长命鸡”。所有礼品皆用红纸、红绳包扎束裹，用笆斗

或木质三层（或四层）礼盒盛放分装，忌用篮子，以免“竹篮打水

一场空”。到后女客到产妇房内看望母婴，并给婴儿封若干钱的

见面礼。

主人待客亦分外恭敬，接于村外，迎至堂屋，送上鸡蛋茶或

红糖茶。宴席丰盛，必有面条，取其“长”生之意，称之“喜面条”。

客走时主人回赠红鸡蛋、喜糖、挂面等。

第三节　过　满　月

孩子满月，全家高兴，于是预备酒席遍请亲友，以示庆贺。

亲友接到请帖后，一般备些婴儿衣物、玩具等前往祝贺。城镇家

庭多在饭店酒楼包桌设宴，既省事又体面。有的人家还要放电

影或唱戏大事庆祝。

满月后，婴儿姥姥家派人接闺女和外孙子（女）到家住几天，

谓“挪臊泊”。一般住三至七天，孩子奶奶、父亲或其他家人就来

将母子（女）接回。走时姑姑用黑灰在孩子鼻子上抹个黑点，到

了姥姥家由小孩的姨姨轻轻擦去，民谚云：“姑姑抹，姨姨擦，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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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儿能活一百八”“姑抹姨擦，小孩儿强似铁疙瘩。”回时姨姨再

用白粉在孩子鼻子上抹个白点儿，到家则由姑姑擦掉，称作“黑

狗去，白狗回”，“小狗儿”自然不再引起妖魔鬼怪的注意，也就好

养好带了。同时姥姥还要送孩子一身衣服和一个小碗，叫“送衣

食饭碗”，表达祝孩子长大后有吃有穿、衣食不愁的美好心愿。

在南方的桂林地区，婴儿满月那天，奶奶和抱着婴儿的母亲

一道到菜场买葱、蒜、芹菜，寓意孩子长大后聪明、能说、会算、勤

快。在回来的路上，她们还要选一块圆而滑的鹅卵石，洗干净后

放在婴儿的枕边，表示孩子长大后有胆有识。这块石头将伴着

孩子长大，有的直至当新郎官才将石头放弃。满月逛街，目的是

为婴儿求吉祥，人们用这种传统习俗，寄托着对下一代的殷切期

望和良好的祝愿。

在满月时开始给婴儿开荤，或蒸瘦肉饼，或喂鸡汤，有的给

小儿做“雀儿肉”，祝愿他长大后能像喳喳雀儿那样能说会道。

满月时，外婆给外孙送上抱裙、背带、帽子、袜子，亲友也来

贺喜。满月酒席上，众人祝愿小儿快快长大。

第四节　过　百　天

孩子出生百天，家中再次庆贺，也叫“做百岁”，百有长久、圆

满的意思，过百天或做百岁，都是对孩子长命百岁的祝福。现

时，孩子百天时，求百家钱打百家锁、讨百家布做百家衣的少了，

一般家庭常带孩子到户外照相或录像，以留下孩子成长的身影。

有的家庭会再次设宴请客，一如过满月时的程序礼节。孩子过

百天，姥姥家会送来长命锁，给孩子做一双猪脸鞋或老虎头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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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愿孩子无灾无病、活泼结实、长命百岁，并接闺女和孩子到娘

家住三五日。

第五节　周　　岁

抓周就是给孩子过一岁生日，因是其人生第一个生日，所以

特别受到重视，办得也相对隆重。届期，亲戚朋友都会备下衣

服、鞋帽、玩具等礼品前来祝贺，孩子家长则把孩子打扮得漂漂

亮亮抱到众人面前接受祝福，并预备宴席，盛情款待来宾。

这一天，一项重要的仪程是“抓周”，即让过生日的孩子随意

抓东西以预测孩子的前程发展方向，俗谓“一生儿看大，三岁看

老”。是日，家人将钢笔、书本、几样食物、玩具刀枪、小农具、花

朵、化妆品、尺子、针线等物品放在大床上或大箔箩里，让孩子随

意抓取，如抓了笔或书，预示其将来是读书之人；如抓了“刀枪”，

预示其将来是军队行伍之人；如抓了算盘，预示其将来是经商算

账之人；如抓了食物，则预示其将来是好吃贪嘴之人……。其实

谁也不会将此当真，这不过是人们趁此机会取笑逗乐的游戏

而已。

第六节　起　　名

民间取名习俗多种多样，大致有以下几种，仅供参考：

节令法：根据孩子出生时的节令与花卉取名。如春慎、夏

雨、艳秋、晓冬、兰贞、菊香、月桂、雪梅等。常见于女性。

地名法：有沈申（上海）、王渝根（重庆）、林浙光（浙江）、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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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山西）、黄云生（云南）等。如老舍的大女儿生在济南，就取名

“舒济”。也有从祖籍及出生地中各取一字，缀联成名，如张绍

庆，祖籍浙江绍兴，出生在重庆，主要都是以纪念为主。

盼子法：父母在连连产下女婴，盼子心切，则会在为女儿取

名时用上根（跟）弟、玲（领）弟、招弟、盼弟等有趣名字。

抱子法：夫妇膝下无子，从外地或外姓抱养一个孩子。此类

孩子的名字中，常有一个“来”字，如来宝、来娇、来根、来发。

动物法：据老年人说：猪狗牛羊等牲畜是下贱动物，因其下

贱，故不被邪鬼注意，取作人名，孩子容易养大。如阿羊、阿牛、

阿猪、小兔、小狗等等。另外有一类名字与此相关，是以孩子出

生年份的生肖取名，如小龙、家骏（马）、玉兔、牛刚等。此类用字

在农村较常见。

体重法：鲁迅的小说《风波》中描绘：“这村庄的习惯有点特

别，女人生下孩子，多喜欢用秤称了轻重，便用斤数当作小名。”

如“九斤老太”，这是浙东民间的一种特殊取名风习。

性变法：夫妇接连生儿，或接连生女，于是将其中某个男孩

取女孩名，当作女儿养育；或将某个女儿取个男孩名，当作男孩

看待。这在民间常常见到，前者取名如新妹、宝姬、秋月，后者取

名如亚男、家骏、家雄等。

五行法：根据五行缺行取名，这在大陆四十岁以上的人名中

占的比例较大。昔时民间取名，要请算命卜卦者推算“八字”“五

行”，假如某人命中五行缺少某一行或两行，那就得用缺行之字，

或用缺行作偏旁的字取名补救，否则孩子就命途多舛。如鲁迅

小说《故乡》中闰土的取名：因为他是“闰月生的，五行缺土，所以

他的父亲叫他闰土”。又如方有海（缺水）、张鑫（缺金）、高森泉



７　　　　

（缺木水）、徐炎坤（缺火土）等人名，亦是以五行法命名的。

排行法：兄弟双名，其上一个字或下一个字相同，叫排行。

如：《左传》长狄兄弟四人，名为侨如、焚如、荣如、简如。又如《水

浒传》中的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

继拜法：有些为人父母者，认为自己的孩子命薄，非有两姓

以上的人共养，才能成人。于是将孩子过继给异姓夫妇，再拜请

他们另取新名。这类孩子的名字往往为某姓的养子之意，如：何

养、周留根、张清（请）苗、郑抱贤（婴）等。

成语法：所谓成语，就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固定结构和固

定含义的词组或短语，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四个字。有些成语的

含义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来，如“丰富多彩”“远走高飞”“盖世

无双”。“阳春白雪”出自楚词，意指高雅的事物；“百步穿杨”出

自《庄子》，意指箭法精绝；“卧薪尝胆”出自《吴越春秋》，意指不

忘昔日之苦，发奋图强；等等。这些成语故事包含着深刻的道

理，是古代人用以取名的很好的材料。

下面试着作一下姓与名的搭配：

石成金〔点石成金〕　江如画〔江山如画〕　古常青〔万古常青〕

容自若〔从容自若〕　计万全〔万全之计〕　杨百步〔百步穿杨〕

洪福天〔洪福齐天〕　程万里〔万里鹏程〕　文四宝〔文房四宝〕

白无瑕〔白玉无瑕〕　柳花明〔柳暗花明〕　齐治国〔齐家治国〕

安自在〔安闲自在〕　博大深〔博大精深〕　闻博强〔博闻强记〕

屈不挠〔不屈不挠〕　任道远〔任重道远〕　温尔雅〔温文尔雅〕

雷风行〔雷厉风行〕　盖无双〔盖世无双〕　花春暖〔春暖花开〕

高远飞〔远走高飞〕　高风亮〔高风亮节〕　黄腾达〔飞黄腾达〕

金玉堂〔金玉满堂〕　荣昌盛〔繁荣昌盛〕　花月圆〔花好月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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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拜　干　亲

“拜干亲”就是认义父、义母，是流行全国的一种保育习俗。

在北方叫“认干爹、干妈”；在南方则称为“认寄父、寄母”，俗称

“拜过房爷、过房娘”。婴儿时期拜认的干亲可能是永久性的，终

身保有这种关系，也有可能是临时性的，多则三五年，少则匆匆

一晤，从此各不相干。“拜干亲”的对象有的是人，也有的是物，

其目的：一是怕孩子娇贵，不好养育，或是以前生子夭折，怕自己

命中无子，借“拜干亲”消灾免祸，保住孩子；二是孩子命相不好，

克父克母，借“拜干亲”来转移命相，以求上下和睦，家道昌盛。

为了让孩子好养，“拜干亲”一般都喜欢认儿女较多或贫寒的人

家做义父、义母。因为儿女多的人家，孩子就像成群的小动物一

样，容易长大；另外，贫寒人家的小孩一般较多，又不娇贵，反而

容易养活、长大。当然，也有两家为了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愿

认对方儿女作义子、义女的事情。至于那些富翁显贵认坤伶、舞

女做干女儿，那是别有用心，已不在我们讨论之列。“拜干亲”的

习惯，因地域、民族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在礼节习俗方面也存在

着较大的差异。在北京，人们一般认为认干爹、干妈会对干爹、干

妈自己亲生的子女不利，所以不是至亲好友，人们一般是不敢求

其作为自己孩子的干爹、干妈的；而且拜干亲，双方要互送礼物，

并摆酒席，以后每年三节两寿，干儿子、干女儿家都要给干爹、干

妈送礼，做干爹、干妈的也要回赠礼物。所以，不是富厚之家也

是难以应酬的。既然要“拜干亲”，那么就得择一个吉日举行仪

式。届时，做父母的除了要准备丰盛的酒席外，还要替自己的孩

子预备孝敬干爹、干妈的礼物。这份礼物中，最重要的是送给干

爹的帽子和送给干妈的鞋子，另外，还要配上衣料之类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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